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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新

““四四不不像像””机机构构山山东东产产研研院院成成立立
落户济南高新区，将推动管理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

本报8月8日讯（记者
修从涛） 7月30日下午，山
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正式挂牌
成立，落户济南高新区。据
悉，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是
山东省制度创新第一批15个
重点项目之一，这个“四不
像”机构的成立，标志着我省
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
化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去年7月，山东党政代表
团赴苏浙粤考察学习后，提出
了建设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

（下称“山东产研院”）的设想。
2019年2月2日，山东省人民政
府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山东产
业技术研究院推动创新发展
的框架意见》，提出将山东产
研院打造成为“引领全省创新
驱动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制度
创新的示范样板，为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技创新支撑”。

7月30日下午，山东产业
技术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
并与27家合作单位签署了21
项合作协议。山东产研院是
省政府设立的、不纳入编制
管理的独立法人（事业）单
位，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法人治理结构。其
不像事业单位，不像高校，不
像企业，也不像科研院所，将
着力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
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推动管
理机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
融合，促进技术创新集群式
突破。

在山东产研院首届理事
会中，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于杰任理事长，济南市委副书
记、市长孙述涛任副理事长，
省科技厅厅长唐波任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省政府副秘书长
辛树人、产研院候任院长孙殿
义等16人任理事。

产研院将做什么？“无中
生有，雪中送炭，锦上添花。”
产研院候任院长孙殿义形象
地描述，“催生新兴产业，提
升传统产业，做大新兴产业，
是产研院的核心定位。”产研
院将充分发挥优势，聚合资
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雪中
送炭”，为传统优势产业“锦
上添花”。此外，产研院还在
技术布局上瞄准产业发展前
沿，开展原始性技术创新集
成，创造变革性力量，彻底扭
转山东长期技术跟随的被动
局面。

记者了解到，山东产研
院 建 设 将 分 两 个 阶 段 。从
2019年到2020年，将建设产
研院运营管理制度，初步构
建市场化运作的新型研发机
构治理体系，在创新专项经
费管理、人事制度、绩效考
核、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
权管理、科技项目管理等方
面形成比较完善的科技创新
体制机制，实现动态科学管
理，建立起有利于人才创新
创业的制度与环境。

从2021年到2025年，建成
具备良好自我发展能力、具有
国际影响的新型研发机构，引
进培养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
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与团
队，在量子科技、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若干产业前沿性、关键
性、共性技术领域实现大突
破，涌现一批在行业内具有重
要影响的上市企业，催生一批
原创性新兴产业。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玉岩 修从涛

辞职中科院

来山东做院长

在被山东作为高端战略
人才“挖”过来之前，孙殿义在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研究院
(筹)担任副院长，对产业经济
有着深入的研究。

更早之前，孙殿义还曾经
是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对
于中科院来讲，一直以来十分
重视与地方的合作，就在今年
4月份，中科院还与山东省签
署合作协议。中科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的工作职责中，仍然有
促进与地方、行业、企业等的
科技合作，创新联盟建设的职
责。

孙殿义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正是此前在中科
院的这段经历，使他对运营好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有十分
的信心。

“我之前在中科院院地合
作局做局长，在做局长期间，
在全国各地建设了很多科研
院所，现在再来做这件事儿，
可以说就是我的专业。”孙殿
义说。

在顶层设计上，山东产业
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决策
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把一
切运行管理权、决策权全部下
放给产研院院务会议。为保证
管理与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
性，成立创新发展战略咨询委

员会，聘请各行业高级专家对
产研院重大创新布局开展咨
询论证。在底层构架上，设立
人才基金，实施狼群计划，索
牛计划，另外，还有雏鹰计划，
重点支持在新兴产业技术领
域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频繁调研

把脉山东经济

从中科院到山东产业经
济研究院，孙殿义赴任后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频繁地调研。5
月13日，孙殿义抵达济南，5月
14日，山东产业经济研究院筹
建工作就正式开始。

在筹备期间，山东产业经
济研究院接待了几波客人，不
仅仅有院士，还有资本团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空天信息研究院院长吴一戎
曾经率队考察产研院，对下一
步产研院与空天院开展战略
合作提出了要求。另外，清华
资本团队也到访了产研院。为
了学习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
院的经验，孙殿义又带队去了
一次江苏。

从筹建到揭牌77天，孙殿
义和团队从济南出发，连赴北
京、沈阳、南京、武汉、青岛、烟
台、滕州，途经五省八市，总行
程达到54184公里，走访17家科
研院所和数家企业，与221人
次深度洽谈，达成项目合作意
向29项。

事实上，早在孙殿义任职
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时，就
与山东互动频繁。2013年3月，

时任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
的孙殿义对山东地区调研走
访重点合作地市、考察合作企
业，走访了济南、淄博、潍坊、
青岛、烟台、威海等城市。

孙殿义对于山东经济的
发展也把了脉，根据他的研
究，山东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
工业化后期的高级发展阶段，
但由于重化工业占工业产值
比重高达69 . 5%(2017年)，过度
重化的产业结构使得传统产
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

山东经济发展还有一个
现状，就是科技投入不足长周
期效应造成产业竞争力不足。
山东与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相
比，科技投入不足，长周期看，
在创造新产业、支撑战略性新
兴产业上产生巨大差距。另
外，山东科技资源分布不均
衡，过度集中在东部地区。省
会城市济南作为区域和全省
科技创新中心的辐射带动作
用尚不显著。

山东要赶超，唯一的途径
就是创造新产业、创新变革性
产业技术，这样才能在新一轮
产业竞争中实现跨越发展、现
代化发展目标。

市场化思维

瞄准万亿效益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大
家也称之为一个“四不像”的
研究机构，不像事业单位，不
像高校，不像企业，也不像科
研院所。这是一种制度创新，
为什么要“四不像”？一直以

来，一提起科技成果转化，科
研与市场太远，科技和经济发
展“两张皮”的问题就不得不
提，如何让科技成果与市场对
接，是困扰很多科研院所和高
校的难题。

而这个“四不像”的机构，
这样一个新型的研发机构，就
是想尝试通过机制的创新，来
解决这些症结。山东产业技术
研究院没有主管部门、没有行
政级别，实行企业化管理、市
场化运营，推动市场化的科研
定位，采用市场化的资源集
聚，建立灵活包容、开放创新、
融合共享的体制机制。

拥有“市场化”思维，也就
成了领头羊必不可少的思维
方式。孙殿义曾经在接受采访
时提到过，“产业要转型，科学
家的思维也要转型，科学家不
应该是仅仅写写论文，评个职
称，晋个院士这些追求，更应
该是到处寻找需求。因为技术
再高，没有需求，没用。”

提到未来山东产业技术
研究院的发展，孙殿义介绍，
秉承的理念就是“商业成功是
检验技术创新唯一标准”，将
最大限度地释放科技人员的
创新活力，解放科技生产力。
到2025年初步形成“政产学研
金服用”一体化、创新创业创
富一体化、研究开发产业一体
化和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
资本链紧密融合的创新生态
环境，建设新型研发机构100
家，孵化企业1000家，转化技术
10000项，直接创造经济社会效
益10000亿元。

院长孙殿义：

商商业业成成功功是是检检验验创创新新唯唯一一标标准准

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这个“四不像”机构的成立备受关注。其有着怎样的历史使命？将描绘怎样的
创新蓝图？作为山东产研院院长孙殿义对山东产业竞争力、产业院的定位和方向等有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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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与27家单位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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